
2023年读后感童年的读后感(大全10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读后感童年的读后感篇一

这个书香四溢的暑假，我阅读了很多书籍，其中最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著作——《童年》，这本书以第
一人称展开叙述，向我呈现了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年
代，发生在少年阿廖沙身边的故事。

书中的阿廖沙出生于19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的一个小地主家庭，
幼年时他生活地十分自在，也有许多知心好友。但伴随着其
父亲的去世；母亲的性格逐渐变得冷漠，不久后还选择了改
嫁；吝啬的外公又被骗光了钱，家庭状况一落千丈，年少的
阿廖沙只能和唯一疼他的外婆一起以捡垃圾卖钱维持生计。
然而阿廖沙的继父却迷上了赌博，把家里人辛辛苦苦赚的钱
都输光了，为此阿廖沙开始对母亲有了敌意。他故意不好好
念书，上课时故意捣乱。在老师赫里桑夫的劝导下，阿廖沙
理解了家人，也不再厌倦学习。他和一群“不受重视”的小
伙伴组建了一支队伍，每天都帮着家里挣钱。可不久后，最
疼爱他的外婆生病了，母亲又去世了，这使得阿廖沙的家庭
支离破碎，生活更加艰苦。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会为阿廖沙的悲惨境遇感到惋惜，为阿
廖沙的朋友茨冈的惨死感到难过，为阿廖沙的舅舅经常无故
被外公殴打感到愤愤不平，为经常给阿廖沙讲故事的外婆对
阿廖沙的爱而感动。这些书里的事情真实而生动形象，原来



故事主角阿廖沙的原型就是作者高尔基，《童年》是他的自
传体小说中的第一部。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一去不复返的，感谢高尔基的《童年》，
让我更懂得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有它的鼓舞，我必将
不负众望。

读后感童年的读后感篇二

人生是天空，又蓝又美。童年更是一点点璀璨的星星。让那
些无目标航行的船只，找到方向，看到希望。但是前苏联著
名文学家高乐基的童年却是非常的悲惨。这本书是他的自传
体小说《童年》。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周围残酷的事
情太多了，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
情。但好在有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阿廖沙也还认
识非常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
爷，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渐渐的明
白了一些道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我同情阿廖沙
的时候，一丝光明照在他的身上。他的外祖母来了。正如文
中所说“在她没有来之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
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用一根不断
的县把我周围的一切连接起来，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她马
上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
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是我充满了
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

我非常敬佩善良慈祥的外祖母，她胸怀宽阔，她如同一盏明
灯，照亮了阿辽沙孤独的心，外祖母对阿辽沙的爱，给予了
阿辽沙坚强不屈的性格，让阿辽沙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读了《童年》这本书以后，不仅让我珍惜这美好的童年，还
让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与做事。

读后感童年的读后感篇三

阅读了谭旭东先生的《童年的月光光》这本书。由于孩子阅
读速度比较快，我们选择各读各的，然后交流这种方式进行
亲子阅读。

书读完了，我让孩子给我讲讲印象深刻的内容，孩子说他小
时候丢过钱，还丢过妈妈的围巾，我说：“是啊，他小时候
也犯过错误，他和你一样也怕妈妈批评，而且保证以后不再
犯这种错误。”

“你知道这本书分为几部分吗？”我想知道孩子是否关注了
这本书的目录。

“知道，目录上写着分为两辑——第一辑《童年的月光光》，
第二辑《书的气息》。”看来孩子还是善于利用目录来了解
内容的。

“你能说说这两部分都写了什么内容吗？”我接着追问。

“写了他小时候的故事。”女儿不假思索的回答。

“是啊，写了他童年在农村的生活，以及读书的故事。所以
书的题目是《童年的月光光》，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写童年的
故事。你喜欢他写的故事吗？”我接着问孩子。

孩子肯定地说：“喜欢。”“为什么喜欢呢？”我又问。

“里面有许多好词好句，比如：如饥似渴。”

“是啊，我们来看看作者写的序言。他提到这是他第三本儿



童散文。写儿童散文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遣词造句，语言
要纯正、清新，朴素中见优美。二是从自身经历出发，多写
儿童熟悉的生活。三是不能写成心灵鸡汤.”

“什么是心灵鸡汤呢？”女儿不解。

“就是讲道理的文章，意思是写的文章要感染读者，而不是
教育读者。”女儿似懂非懂。

“你知道吗？作者除了写散文，在其他方面也很厉害呢！你
看看他写的后记就知道了。”

我们一起翻到后记部分，通过浏览这一部分，我们知道了作
者除了写儿童散文，在儿童诗、小说、寓言、绘本、童话、
评论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这本书里的插画也好美啊！”我对女儿说。

“是啊，你看看这几页，都很漂亮。”其实我读书的时候没
有关注插画，只是后来翻书的时候才注意到书里的插画也散
发着艺术的气息，没想到女儿关注到了。

如今，是女儿的童年，我不敢让女儿独自出门，不敢让女儿
浪费光阴，庆幸的是女儿是一个热爱阅读的孩子。这本书第
二辑的文章引起了女儿的共鸣，她知道阅读是快乐的，读书
是有益的。

接下来，我就要引导女儿完成她的读书体会了。女儿对《美
丽的谎言》这一篇深有感触，因为我也给她准备过圣诞礼物，
还煞有介事的模仿圣诞老人给女儿写了一封信。我告诉女儿，
写读书体会首先要找到作者打动你的文章，写一写作者是怎
么写的，让你想起了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可以选择一篇
文章，也可以选择一类主题的文章。最后，女儿确定主题为
《享受阅读时光》，写一写作者是怎样喜欢阅读，如何阅读



的，再联系自己，谈阅读的感受及读书的收获。

喜欢这本《童年的月光光》，因为它不仅让我的思绪回到童
年，还让我和女儿有了深入的交流，我想这也会是女儿童年
里珍贵的记忆吧。

读后感童年的读后感篇四

亲爱的表姐：

你好！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让我感受颇深，受益匪浅。我忍
不住要和你分享一下，好让你感受到这本书的意义，也能去
细细品味它。

这本书叫《童年》，作者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童年》讲
述了阿廖沙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他到外祖父家生活。在
这段童年的生活经历中，家庭成员为争夺利益时常发生争斗。
期间，母亲患病去世，外祖父破产……最后，阿廖沙被迫流
落人间，开始独立谋生。这本书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阿廖沙
童年的悲苦、凄凉，同时又体会出了作者对苦难的认识，对
人生的见解。

这本书中还出现了好多个对阿廖沙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他们
让阿廖沙在经历悲惨生活的同时也了解到了人间的“真、善、
美”，因此整本书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生生不息的热望与坚
强，这也是我喜欢这本书最重要的原因！表姐，相信你听了
我对这本书的介绍一定也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那就赶快行
动吧！

祝你：

学习进步！



读后感童年的读后感篇五

而我的童年是泡在蜜罐里的。因为就我一个孩子，父母那种
小心、那种呵护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似个小皇帝般的供起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点点风吹草
动就马上惊动全家不能安生……与阿廖沙黑暗的童年相比起
来，实在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似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有
谁经过阿廖沙那样的悲惨经历？试问我们现在的小孩里，有
谁真正的体会过被家人暴打，拿鞭子使劲抽的感觉呢？有的
恐怕只是被家长扬起巴掌吓唬吓唬，或者是不疼不痒的打两
下，然后再“乖乖、乖乖……”的好吃好喝哄上半天吧。更
别提把某个无辜的人（就似被十字架活活砸死的“小茨冈”）
无端地折磨致死这类想都没想过的恐怖事件。

读完《童年》，我知道了要珍惜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不要
向家人索取太多，要凭自己的实力，不断拼搏，努力进取，
蔑视挫折，要坚强的用心打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未来！

读后感童年的读后感篇六

今年寒假期间，我读了一本高尔基写的《童年》，我感触很
深。

书中的主人公阿廖沙悲惨的童年。阿廖沙父母双亡，而外祖
父脾气暴躁，只有外祖母疼爱阿繆沙。外祖父不太喜欢阿繆
沙，两个舅舅更是讨厌阿繆沙。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阿繆
沙却走过来了。其实，阿廖沙的原型就是高尔基本人，高尔
基借阿廖沙来描述自己的童年。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当时那个
年代俄罗斯的面目。高尔基的童年是多么悲惨呀！

想想我们现在，依然有着贫富之分，不平等的看待，也有一
些贪污的官员。但我们孩子的童年却变得越来越幸福，都被
父母宠着，要什么就有什么，对比高尔基的童年，我们现在
的孩子比阿繆沙们幸福多了。



高尔基小时候父亲就过世了，经常受欺负，还经常被毒打，
而我们现在也许都可以动手到长辈了，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堂
姐的儿子。由于是儿子，所以几家人都十分的疼爱阿繆沙，
阿繆沙也变本加厉起来，一不满足就哭；心情不好就打。有
一次到阿繆沙家去，姐姐正抱着阿繆沙，阿繆沙突然就扇了
姐姐一个嘴巴，我们都很惊讶，阿繆沙才四岁就会打人了。
后来，我们才都知道阿繆沙身边的亲戚基本都被打了，包括
我。

那个年代的俄罗斯虽然挺黑暗的，但我想也会出现孩子打父
母的现象，但也就一两个罢了。

父母越是疼我们就更应该回报阿繆沙们，不让阿繆沙们对我
们的期待落空。

读后感童年的读后感篇七

战争，一个充满血腥的词语，它就像一个随时有可能爆炸的
炸弹，隐藏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导火索一旦被点燃，血潮，
将涌满世界！而我，一名和平的使者，为了挽救更多的生灵
不被残杀，我要飞遍世界，解除这可炸弹的“警报”。我一
名美丽的天使。

如果我是一名天使，我要飞临第二次片战争的战场。在东方，
有一个奇迹，一个震惊中外的奇迹圆明园。大清帝国的皇帝
为了炫耀自己的实力，满足皇帝的虚荣心，汇集了天下无数
能工巧匠，共同构筑东方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浓缩了世
界建筑艺术的精华，收藏了无数奇珍异宝。然而，1860年，
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置身于圆明园内，把园中能抢走的东西
抢个精光，不能抢走的东西砸个粉碎。为了销毁罪证，一把
大火又将这个曾经璀璨绝伦的明珠化为灰烬。我真想斥责那
些英法联军的统领者，他们的所作所为，焚毁了人类几千年
来独一无二的文明！



如果我是一名天使，我要飞临南京大屠杀的现场。在那里，
日本兵正在疯狂的杀戮，大肆的掠夺。对那里无辜的30多万
平民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血腥的屠杀，他们用机枪扫
射，用刺刀刺杀，活埋……一切不可想象的残忍手段，都在
接连倒下的中国百姓身上上演。南京，这座几千年的文明古
城，在瞬间便成了人间地狱，这是中国近代文明史上最为黑
暗的一页！

如果我是一名天使，我要飞临美伊战场的上空。美国为了掠
夺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向伊拉克
宣战。那里的人民被迫流落他乡，妻离子散。我要去制止蛮
横的美国队，拯救这个在战火中呼号的国家伊拉克。

如果我是一名天使，我要制止战争，呼吁和平。然而，仅仅
只有我的一份微薄之力是远远不够的。呼吁和平的行动应该
是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

历史的每一页都有血腥的场景，我不知道将来的历史长河会
不会殷红一片，人们啊，放下手中的屠刀，放飞心中的白鸽，
让世界多一片和平的净土！

读后感童年的读后感篇八

文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人物就是高尔基的外祖母。她用她自己
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着周围的人，她用爱包裹着高尔基，使
人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光辉，让人产生一种温暖的冲动。外祖
母还非常信仰上帝，就是忠诚的基督教徒，从不杀生。

读了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接受生活的困境，即使
要面对黑暗的社会。我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女儿对父亲诉说她的生活，抱怨事事都那么艰难。她不
知该如何应付生活。问题永远也解不完。她的父亲就是厨师，
他把她带进厨房。他先往三只锅里倒入水，然后把他们放在



旺火上烧。不久锅里的水烧开了，他往三个锅里分别放入胡
萝卜，鸡蛋和咖啡粉。大约二十分钟后，把胡萝卜放入第一
个碗，鸡蛋放入第二个碗，咖啡倒入杯子里。他让她靠近些
并用手拿胡萝卜，她说胡萝卜软了；他又让她把鸡蛋打开，
她看到的就是熟的的鸡蛋。最后，他让她啜饮咖啡，品尝到
咖啡的香浓，女儿笑了，她知道，这三样东西面临同样的逆
境——煮沸的开水，但其反应各不相同。胡萝卜入锅之前就
是强壮的，但进了开水后，它软了。鸡蛋原来就是易碎的，
但经开水一煮，虽然外壳看似从前，内心却早已经变的坚强。
而粉状咖啡豆则很独特，进入沸水后，它与水融为一体，并
改变了水，在它达到华氏212度的高温时让它散发出最佳香味，
水最烫时，它的味道最好，在情况最糟糕时会变的坚强并使
周围的情况变好。

“生活的逆境，使庸者变得卑琐，使强者变得坚韧聪慧”。
这句话来概括《童年》再好不过了。

它们，《童年·在人间·我得大学》就是世界文学中最杰出
的自传体小说之一。

读后感童年的读后感篇九

《童年》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之一，因为讲述
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写得十分传神。

主人公阿廖沙三岁时父亲去世，迫于家庭生计，被寄养在外
祖父家。外祖父开染坊，此时因为社会原因，经济困顿，外
祖父的生意已经开始衰落，他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专横暴躁，
时不时就打人。阿廖沙的两个舅舅也天天吵着要分家，分财
产，家中整天乌烟瘴气，让人特别压抑。有一次，阿廖沙在
表哥的怂恿下把白桌布染成了蓝色，导致外祖父的毒打。阿
廖沙的母亲因为受不了如此压抑的环境，丢下幼小的他，离
开了。在这样缺少爱的环境下，阿廖沙变得更加孤独。



但外祖母阿库林娜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也是给予阿廖沙
关心和爱护的最多的人，也是对阿廖沙影响最大的人。当家
仓库燃起大火时，所有人都望而生畏，只有外祖母冲进火海
中，将会爆炸的硫酸盐提了出来，减小了家庭损失，保护了
更多人的安全；在外祖母和邻居吵架后，阿廖沙为外祖母报
仇，将在地窖中的邻居锁了起来，外祖母知道后，马上去开
门，并且将阿廖沙狠狠的数落了一顿；她还从一只猫的嘴中
救下了一只受伤的八哥；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对阿廖沙讲
童话故事……外祖母用行动对阿廖沙进行教育，阿廖沙从她
身上学到很多优秀品质，为阿廖沙后来走向社会带来很大影
响。此外，阿廖沙在外祖父家的玩伴“小茨冈”、邻居“好
事情”都给予了他人生很大影响。小茨冈在外祖父毒打他时
替他阻挡，这是珍惜朋友之情的表现。后来高尔基身上都具
有这些优秀的品质。阿廖沙珍惜这些人，愿意和他们交往，
他爱外祖母、爱伙伴和邻居，因为从他们身上他学到很多。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阿廖沙是个自律性很强、懂得珍惜的人。

我的身边有许多爱我的人。在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都围绕我转，无微不至。每天妈妈烧好饭、
洗好衣服，才叫我起床，吃过饭后，送我到校，然后匆匆上
班，晚上陪在我身边，看着我做作业，有什么不懂得，细心
为我讲解；爸爸双休日总会陪我放松，带我到一些有意思的
地方去，让我了解社会，增长阅历；在老家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经常带一些家乡特产给我吃。读后感·在学校，
我能感受老师和同学对我的爱，我是读初中才转到县城去的，
刚开始感觉自己很难适应，节奏跟不上，基础又不牢，学习
成绩不太理想，很让我灰心，曾经很长时间很消沉，也对爸
妈讲过要回老家学校。老师和同学没有放弃我，他们经常给
我讲解题目，当我考试进步时适时给我鼓励，让我信心大增，
至今仍忘不了语文老师奖励给我的蛋糕。七年级第二学期我
已开始适应，成绩有了一定进步。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过，我
能这个班级学习是我的幸运！

相信每位同学都和我一样，享受爱都是满满的。同阿廖沙相



比，我们身边都是关心、爱护我们的人，我们不缺爱，但为
什么有一些人不能感受到并珍惜呢？有些同龄人却经常和父
母做对，逃课，干违纪违法、对己对人都不好的事，真是不
应该。

懂得感受爱的人，才会爱人；懂得感恩的人，才有爱心。我
们应该懂得自律，学会珍惜，学会感恩。

读后感童年的读后感篇十

《童年》是作者高尔基以自己艰辛、痛苦和侮辱的童年为基
础写的一部小说，让我读后感触很深。

高尔基的童年并不美好，他不会像我们这代孩子童年那样无
忧无虑，每天快乐，可以说根本没经历过苦难。而对高尔基
来说童年很黑暗，从小受尽折磨与欺辱，无论是在精神上或
是肉体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高尔基却没有对生活
失去信心，而是一次次克服困难，一次次跨越坎坷，坚强地
走了过来。

我觉得我们的童年太美好了，不愁吃不愁穿，真是身在福中
不知福。我们应该向高尔基学习，做一个有信念，有正义感
和勇敢的少年。

书中的外祖母更让我喜欢。外祖母起先给我的印象是可爱的、
滑稽的，但是往后读，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其实她还有很
多优点，外祖母很乐观，不管什么事发生，她都往好处想，
乐观积极地去面对，是一位有吸引力、魅力十足的女性。书
中写到她的衣服全是黑的，但从她内心却射出一种永不熄灭、
快乐和温暖的光芒。

外祖母更像是位有童心、活泼可爱的小孩。在阿寥沙小时候，
外祖母讲童话故事的时候，声音很低，很神秘。一次讲着讲
着，外祖母抬起一只脚，两手握着它，悬空摆来摆去，可笑



地装出一副苦脸，仿佛她自己感觉疼痛似的。看着看着，我
又一次被她逗得哈哈大笑。

我喜爱网球，想成为职业网球手。我清楚地知道，想实现自
己的理想是何等的艰难。但我相信，只要像书中外祖母那样
坚强，克服重重困难，击败所有对手，持之以恒，一定会成
为网球界的 no.1的。

我很喜爱这本书，因为它能带给我知识，带给我启发，带给
我人生的真谛……


